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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

张贵出生在武义山区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平日只能以务农、打零

工为生。张贵年迈的父亲早已丧失劳动能

力，母亲身体也不好，需要长期吃药维持，

一家人生活过得尤为清贫。

2008年，刚刚30出头、性格内向的张

贵决定离开山区去县城“闯一闯”，希望给

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然而，外面

的世界使张贵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自

己每天辛苦劳作却过得辛苦寒酸；而很多

同龄人整日游手好闲，却能一掷千金，过着

“舒适而又体面”的生活。

强烈的反差，让张贵羡慕又忌恨。期

间，在身边“好友”的指点下，张贵不再辛苦

工作，转而去赚“容易”钱，最终因盗窃罪走

上犯罪的道路，进了监狱。但出狱后的张

贵，并没有就此收手。

2018年，张贵再次因盗窃进入了监

狱，而他的身体却早已承受不住常年困苦

与放纵的折磨。经检查，不足40岁的张贵

出现肝癌晚期体征，生命危在旦夕。这个

噩耗对于张贵而言不啻于最沉重的打击：

“我这一生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还又受了这

么多罪，活得真没有什么劲”。

严重的病情、消极的情绪，使张贵的身

体每况愈下。经多方考虑，监狱为他办理

了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帮扶

武义县司法局在得知张贵的具体情况

后，非常重视这位兼“病”“犯”于一身的特

殊人员，当即组建了乡镇司法所、工作站、

村三级矫正帮扶小组，希望在制度允许的

情况下为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然而，帮扶小组第一次介入并不顺利。

“起初，他对治疗很抗拒，觉得起不到

任何作用，对我们的帮扶也存在强烈抵触

情绪，认为是个‘麻烦’……”面对这样一

个情绪极度消极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执

法大队副队长俞程倩也犯了难，“这不仅

给监外管理帮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更是

对他后续的医疗护理制造了心理上的障

碍。”

帮扶小组没有放弃，时不时上门走访、

谈心、慰问，有时还会帮着一起照顾病重的

张贵。一次偶尔的交谈，帮扶小组的成员

发现，张贵虽然走上了犯罪道路，但对父母

有着深厚感情。经过再三斟酌，帮扶小组

制定了“精神上疏导情绪、治疗上排清阻

难”的二重帮扶策略，从亲情出发，帮助张

贵重拾生活的信心。

“你要对得起白发苍苍的父母，让他们

安心，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要放弃希望，哪怕

真的时日无多，也要在生命的终点前再做

一次孝顺的好儿子……”一次次的探访、开

导终于打开了张贵封闭的心。同时，帮扶

小组也没有忘记宽慰老人，鼓励他们乐观

面对生活。

守望

解开心结后，张贵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帮扶小组也在为张贵的后续治疗多方奔走。

可是，张贵口头上答应会早点住院治

疗，却迟迟不见行动，总是说：“还在筹备，

过几天就可以了。”

几次之后，帮扶小组猜测是不是费用

问题使他迟疑，可是张贵再次否认，“我们

已经向亲戚借了钱，绝对不是因为没有钱

才不去治疗。”不过，时间一久，帮扶小组还

是看出了端倪，知道了张贵隐瞒真相的原

因和无奈，“张贵家条件非常艰苦，恐怕难

以负担后续高昂的医疗费。”

得知情况后，武义县司法局一方面让

帮扶小组积极与社保、民政等部门对接，协

调帮助张贵能尽快享受社会最低保障。另

一方面牵头对接监狱部门，积极争取困难

帮扶金。

很快，一笔笔“救命钱”送到了张贵家

人手上。得知这件事后，这个饱受病痛折

磨的汉子，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我绝

不会再给政府、给你们添麻烦了，再也不干

那些坏事了。”

然而，这场接力帮扶并没有挽回张贵

的生命。保外就医第25天，病情急转直下

的张贵再也没有醒过来……

延续

张贵走了，但帮扶仍在继续。

世间最大之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

人。得知儿子去世的张贵父母，仿佛一下子

老了十岁，原本就佝偻的背，弯得更厉害了。

担心两位老人承受不住丧子悲痛，帮

扶小组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帮助他们

办理好丧事。与此同时，经过一番讨论，武

义县司法局一方面牵头为老人争取了困难

救助金，缓解老人债务压力；另一方面与民

政部门对接，为他们争取低保待遇而积极

奔走。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生活已

经恢复平静，时不时还会到司法所、社区矫

正中心坐一坐，一遍遍地道谢，或是跟帮扶

小组的成员聊一聊最近的生活……

家徒四壁的被执行人

2015年底，叶某超速驾驶一辆二轮摩

托车时，与一辆货车相撞，致自己受伤。治

疗过程中，台州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中心为叶某垫付了48859元抢

救费。

但由于叶某迟迟没有还款，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依法向叶某进行追偿。经法院调

解，叶某自愿承担垫付费用的 70%，计

34202元。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叶某始终

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因此，救助基金管理中

心向椒江区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叶某成为

了被执行人。

叶某为什么不还钱呢？执行法官经过

调查发现，叶某车祸后一直瘫痪在床，系一

级残疾，如今每月仅靠政府发放的社保金

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因为要照顾他，也丧失

了收入来源，家里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执行法官作出的选择

对于叶某这个案件，执行法官考虑

良多。

期间，法官曾想过对此案终结执行。

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被执行人

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

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可终结执行。叶

某符合上述标准，但若终结执行，案件实体

结案后，被执行人叶某将处于失控失查状

态，法院缺乏对他的监管，也无法保障执行

申请人的权利。

于是，法官想采取比较通用的“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来处理该案件。这也就意味

着，法院将持续查控被执行人的财产，也将

继续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在

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执行工作中，将

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原本就执行不能的

案件中，实际意义不大，效果不佳。

最终，执行法官决定通过个人债务清

理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这样不仅给了

被执行人必要的社会生存空间，节约了司

法资源，又能引入第三方的严格管理，更加

全面地保护债权，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债务清理后双方心安

6月20日，该案的申请执行人救助基

金管理中心，向台州市中院申请对叶某进

行债务清理。在此之前，椒江区法院的执

行法官已向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释明相关法

律规定，详细分析说明了终结

执行、程序终结及个人债务清

理之间的区别，告知了双方在

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中应注意的

事项和权利义务等，并在此基

础上取得了双方当事人的明确

同意。

6月25日，台州市中院受

理债务清理申请，并指定浙江

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叶某债务

清理管理人。管理人经调查

后，认为叶某因家庭贫困导致

债务不能清偿，已丧失劳动能

力，无生活收入来源。且叶某

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行为，如

实向管理人进行了财产及债权

债务申报。据此，管理人提请

台州市中院终结债务清理程

序。其后，台州市中院裁定终

结叶某的债务清理程序。

近日，椒江区法院作出执

行裁定书，对叶某一案予以终

结执行，这也是该院首次在执

行案件中引入个人债务清理。终结执行

后，法院将取消对叶某的强制执行措施，转

由第三方管理人在被执行人4-6年的行

为保全期内，对其进行管理评价。这样既

能给予诚信债务人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

又全面合理地保护了债权，双方当事人都

安心了。

追偿医疗费时发现被执行人家徒四壁

怎样执行才能让双方心安？法官想了一招
通讯员 项旭锋 李晴

今年5月8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个人债务清理的工作规程——《执行程序转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审理规程（暂行）》，探索制度

化解决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路径，以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此基础上，台州椒江区法院也开始尝试将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衔接。近日，一起发

生在台州的执行案件，就通过个人债务清理的方式被有效处理，实现了多方共赢。

守护生命的最后25天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林咏 通讯员 李彪 包汉立

“感谢你们为我提供的帮助，不管手术能不能成功，我都想像你们一样帮助

别人，哪怕是下辈子。”被推进手术室前，躺在病床上的张贵（化名）看上去比几

天前更加虚弱了，但他仍郑重地道出了自己的谢意。

张贵要感谢的正是武义县司法局的社区矫正帮扶小组。25天前，在监狱服

刑的张贵被查出患肝癌晚期，虽然最终没有摆脱病魔，但正是帮扶小组的爱心

接力，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燃了希望。 帮扶小组上门走访


